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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在塔式组合支撑架的设计、施工、使用和管理中做到技术先进、经济合理、安全适

用，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中使用的塔式组合支撑架构件的生产和检验。也可

用于市政、交通、能源、石化、航天、船舶等工程建设领域结构支撑用塔式组合支撑架的设计、

施工、验收、使用和管理。

1.0.3 塔式组合支撑架的设计、施工、使用和管理，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

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塔式组合支架 combined tower frame

由杆件或结构单元、配件通过组装连接，形成的格构式塔架支撑结构，具有稳定承载能力，

为建筑施工包括混凝土施工用模板支撑和结构安装用支撑架。根据立杆外径大小可分为标准型

(TJ-B型)和重型(TJ-Z型)。

2.1.2 标准框 basic frame

为塔式组合支架主要部件，两个标准框使用斜撑连接，底部与底框连接，顶部与调节框或顶

框连接。

2.1.3 调节框 auxiliary adjustment frame

用于塔式组合支架支撑高度方向嵌补和调节的辅助构件。

2.1.4 斜拉杆 diagonal brace

用于连接两个标准框的斜向杆件，使之组成单元框架。

2.1.5 底框 bottom frame

设于塔式组合支架底部，与标准框承插连接，用于固定单元塔架的构件。

2.1.6 顶框 top frame

设于塔式组合支架上部，与标准框承插连接，用于固定单元塔架的构件。

2.1.7 可调底座 screw base jack

插入塔式组合支架立杆底部，将力传给基础的构件，并可调节塔式组合支架高度。

2.1.8 可调托撑 screw head jack

插入塔式组合支架立杆上端，承接上部荷载的构件，并可调节塔式组合支架高度。

2.1.9 连接横杆 connect collar

两组单元塔架连接的横向连接杆件，用于增强塔式组合支架整体刚度。

2.1.10 连墙件 anchoring

将支撑架与建筑物连接的构件。

2.1.11 步距 lift height

两组单元框架的竖向距离。

2.1.12 搭设高度 distance of shoring



支撑架搭设高度为自可调底座的底部至可调托撑上端的总高度。

2.1.13 高宽比 aspect ratio

脚手架搭设高度与架体窄边宽度之比。

2.2 符 号

2.2.1 荷载和荷载效应

RM ---设计荷载支撑架抗倾覆力矩；

TM ---设计荷载下支撑架抗倾覆力矩；

wM ---风荷载下设计值产生的弯矩；

wkM ---风荷载标准值产生的弯矩；

oγ ---支撑架结构重要性系数；

N ---作用架体一榀的轴向力设计值；

kN ---立杆传至基础顶面的轴向力标准组合值；

lN ---连接墙件轴向力设计值；

lwN ---风荷载产生的连墙件轴向力设计值；

 kGN ---永久荷载标准值产生的立杆轴向力总和；

 kQN ---可变荷载标准值产生的立杆轴向力总和；

kP ---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立杆基础底面处的平均压力；

R ---脚手架抗力的设计值；

S ---脚手架按荷载基本组合计算的效应设计值；

oω ---基本风压值；

kω ---风荷载标准值。

2.2.2 材料性能和抗力

E ---钢材的弹性模量；

f --- 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



fa --- 地基承载力特征值；

[v]--- 容许挠度；

Vmax ---最大挠度。

2.2.3 几何参数

A ---横截面面积；

gA ---可调底座底板对应的基础底面面积；

a ---可调托撑支撑点至顶层水平杆中心线的距离；

h ---架体步距 (以标准框横杆间距为模数)；

I ---截面惯性矩；

i ---截面回转半径；

W ---截面模量。

2.2.4 计算系数

k ---支撑架悬臂端计算长度折减系数；

φ---挡风系数；

Hβ---支撑架搭设高度调整系数；

oγ---脚手架结构重要性系数；

Gγ---永久荷载分项系数；

Qγ---可变荷载分项系数；

Rγ---承载力设计值调整系数；

η---立杆计算长度修正系数；

λ---杆件长细比；

μ---考虑脚手架整体稳定因素的立杆计算长度修正系数；

sμ ---脚手架风荷载体型系数；

zμ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φ ---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



3 构配件

3.1 规格及性能

3.1.1 根据立杆外径大小，塔式组合支架可分为标准型（TJ-B型）和重型（TJ-Z型），用于

塔式组合支架的标准单元框架，其构件尺寸应以500mm、600mm为基准模数进行配套设计，常用组

合不宜超过3种，常用塔式组合支架规格应符合附录A规定。

3.1.2 标准型（TJ-B型）和重型（TJ-Z型）单元塔架整体荷载极限承载力应不低于下表3.1.2

的规定。

表 3.1.2 塔式组合单元架荷载极限承载力

序号 承载力设计值（kN）

1 标准型(TJ-B型) ≥400

2 重型(TJ-Z型) ≥600

注：按 3 组单元框架搭设组成标准单元塔架的承载力极限荷载，当撤销载荷后，各构件不应

产生永久变形。

3.1.3 塔式组合支撑架的架体结构力学性能试验方法应按《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

准》GB 51210中附录A.2要求执行。

3.2 构配件材质

3.2.1 原材料应有质量证书或合格证，且钢材等级不应低于B级。

3.2.2 塔式组合支撑架的竖向受力杆件的力学性能应不低于GB/T1591中的Q355级钢的规定，

水平杆和斜杆的力学性能应不低于GB/T 700中Q235级钢的规定。

3.2.3 可调托撑和可调底座钢板的力学性能应符合GB/T 700 中Q235的规定。调节丝杆为空

心时的力学性能应符合GB/T 699中牌号为20#钢规定；调节丝杆为实心时的力学性能应符合GB/

T700 中 Q235的规定。

3.2.4 连接横杆连接头、管体材料的力学性能应符合GB/T 700 中Q235的规定。

3.2.5 立杆连接销扣的力学性能应符合GB/T 700 中Q235的规定。

3.3 制作质量

3.3.1 产品的制作应严格按设计图纸及工艺标准执行，出厂构件允许偏差应符合表 3.3.1 的

规定。

表 3.3.1 各构配件制作质量允许偏差

项目 允许偏差(mm) 示意图 检查工具



项目 允许偏差(mm) 示意图 检查工具

钢管尺寸

外径 ±0.5

游标卡尺

壁厚 +0.15,0

端面切斜偏差 1.70 塞尺、拐角尺

外表面锈蚀深度 ≤0.18 游标卡尺

钢管端部弯曲

l≤1.5m
≤5

钢板尺
钢管中部弯曲

1m＜l≤1.5m
≤5

孔中心距 ±0.5

游标卡尺

孔直径 0，+0.5

可调底座、托撑变形 2.0 钢板尺、塞尺

3.3.2 焊接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杆件焊接制作应在专用工艺装备上进行，焊接宜采用CO2气体保护焊；

2 焊丝宜采用符合 GB/T 8110 中气体保护电弧焊用碳钢、低合金钢焊丝的要求；

3 节点配件和立杆周边的接触面应与立杆钢管环形满焊，有效焊缝高度应不小于3mm；

4 可调底座、托撑的钢板与丝杆应环形满焊，焊缝高度应不小于钢板厚度。

3.3.3 主要构件表面宜采用热浸镀锌防腐处理内外表面镀层厚度最小值应符合表3.3.3的规

定。热浸镀锌的工艺要求应符合 GB/T 13912 的技术要求及试验方法。

表 3.3.3 钢构件内外表面镀锌层厚度最小值

序号 类型
镀层厚度/μm

局部厚度 平均厚度

1 钢厚度≥3mm 55 70

2 钢厚度＜3mm 45 55

3 铸件 60 70

3.3.4 可调底座和托撑制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外径48mm的立杆顶托螺杆外径不应小于38mm，外径60mm的立杆顶托螺杆外径不应小

于48mm，空心螺杆璧厚均不应小于5mm；

2 可调托撑的托板长度和宽度均不小于150mm，厚度不小于5mm；

3 可调托撑的托板应设置开口挡板，挡板高度不小于40mm，托板下应设置加劲肋板。



4 可调底座、托撑丝杆宜采用梯形牙，直径与螺距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梯形螺纹》

GB/T5796.2、GB/T5796.3规定；

5 调节丝杆与调节螺母旋合长度应不小于5扣，调节螺母厚度应不小于30mm。

3.3.5 构配件外观质量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钢管应平直，无裂纹、凹陷、锈蚀，两端面应平整，不得有斜口、毛刺；

2 铸件表面应光滑，不得有砂眼、缩孔、裂纹等缺陷；

3 冲压件不得有毛刺、裂纹、氧化皮等缺陷；

4 各构配件焊缝应饱满、平顺，不得有凸焊、漏焊、夹渣、裂纹等缺陷；

5 可调底座垫板、托撑托板不应有变形，螺杆与板件应垂直；

6 主要构配件上的制造厂家标识应清晰。



4 荷载

4.1 荷载分类

4.1.1 作用于塔式组合支架的荷载应分为永久荷载(恒荷载)和可变荷载(活荷载)。

4.1.2 塔式组合支架的永久荷载应包含：

1 支架自重G1(模板面板和龙骨自重、单元框架自重、剪刀撑及防护设施等)；

2 作用到支架上的模板自重G2（包括模板及小楞等构件自重）；

3 作用到支架上的钢筋混凝土自重G3（钢构件以及预制混凝土等构件自重）；

4.1.3 塔式组合支架的可变荷载应包含：

1 施工荷载Q1；包括在支撑架结构顶部模板面的施工作业人员、机具自重、超过浇筑构件

厚度的混凝土料堆放荷载；

2 附加水平荷载Q2,包括作用在支撑架结构顶部的泵送混凝土、倾倒混凝土等因素产生的

水平荷载；

3 作用于支撑架上的风荷载Q3。

4.2 荷载标准值

4.2.1 永久荷载标准值取值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塔式支撑架的自重G1标准值宜按实际重量取值，也可按模板支架高度乘以0.15kN/m取

值；

2 作用到支撑架上模板自重G2标准值应根据混凝土结构模板设计图纸确定。对有梁楼板及

无梁楼板的模板标准值可按表4.2.1的规定确定；

表 4.2.1 模板及支架结构自重标准值(kN/㎡)

项目名称 木模板 定型钢模板 铝合金模板

无梁楼板的模板及龙骨 0.30 0.5 0.25

有梁楼板的模板（包括梁模板） 0.50 0.75 0.30

3 新浇筑混凝土结构自重标准值G3，对普通钢筋混凝土梁板自重可按25.5 kN/m³取值，

对普通板钢筋混凝土可按25.1 kN/m³取值。特殊混凝土结构应根据实际工况确定；

4 特殊厂房梁板结构自重标准值根据实际工程计算确定。

4.2.2 施工荷载标准值应按表4.2.2的规定。

表 4.2.2 塔式组合支架施工荷载标准值

荷载类别 施工荷载标准值（kN/㎡）



荷载类别 施工荷载标准值（kN/㎡）

混凝土结构

模板支架

一般 2.5

有水平泵管设置 4.0

钢结构安装

支撑架

轻钢结构 2.0

普通钢结构 3.0

重型钢结构 3.5

4.2.3 附加水平荷载Q2标准值可取计算工况下的永久荷载标准值的2%，并应作用在支撑架上

端最不利位置。

4.2.4 作用在支架上的水平风荷载标准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ωk ＝μz•μs•ω0 （4.2.4）

式中：ωk——风荷载标准值（kN/㎡）；

μz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按本标准附录B取用；

μs ——支架风荷载体型系数，可将支架视为多榀桁架，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进行计算；

ω0 ——基本风压值（kN/㎡），应按《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的规定，取重现

期n=10对应的风压值，且不应小于0.30kN/m²。

4.2.5 支撑架风荷载体型系数μs 应符合表4.2.5的规定：

表 4.2.5 塔式支撑架风荷载体型系数 S

背靠建筑物状况 全封闭 敞开、框架和开洞墙

支撑架状况
全封闭、半封闭 1.0Φ 1.3Φ

敞开 μstw

注：1 μstw 值可将支撑架视为多榀桁架，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的

规定进行计算；

2 Φ为挡风系数，Φ=1.2An/Aw，其中 An为塔式支撑架迎风面挡风面积(m
2
），Aw为塔式支撑

架迎风面面积(m
2
)；

3 全封闭：沿支撑结构外侧全高全长用防护网封闭；

4 半封闭：沿支撑结构外侧全高全长用防护网封闭 30%～70%；

5 敞开：沿支撑结构外侧全高全长无防护网封闭。

4.3 荷载效应组合

4.3.1 荷载应按支架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和正常使用极限状态计算的需要分别进行组合，并应

根据正常搭设、使用或拆除过程中在支架上可能同时出现的荷载，取最不利的荷载组合。



4.3.2 当正常使用极限状态，应按荷载效应的标准组合进行荷载组合，荷载效应的基本集合

宜按表4.3.2采用。

表 4.3.2 塔式组合支架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

计算项目 荷载效应的基本组合

塔式组合支架稳定
不组合风荷载 永久荷载+施工荷载

组合风荷载 永久荷载+0.9×(施工荷载+风荷载)

塔式组合支架、支架立杆、

地基承载力
永久荷载+可变荷载+0.6风荷载

4.4 荷载的分项系数

4.4.1 计算塔式组合支架的架体构件的强度、稳定性和节点连接强度时，荷载设计值应采用

荷载标准值乘以荷载分项系数，分项系数取值应符合表4.4.1的规定。

表 4.4.1 模板支架荷载分项系数

验算项目
荷载分项系数

永久荷载分项系数γG 可变荷载分项系数γQ

强度、稳定性 1.3 1.5

地基承载力 1.0 1.0

挠度 1.0 1.0

倾覆 1.3 1.5



5 设计计算

5.1 一般规定

5.1.1 塔式组合支架承载能力应按概率极限状态设计法的要求，采用分项系数设计表达式进

行设计，设计计算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塔式组合支架稳定性计算；

2 独立支架超出规定高宽比时的抗倾覆验算；

3 立杆地基承载力计算。

5.1.2 塔式组合支架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应按下式计算：

γ0•N≤Rd （5.1.2）

式中：γ0——脚手架结构重要性系数；

N——塔式组合支架按荷载基本组合计算的效应设计值（kN）；

Rd——塔式组合支架结构或构配件的抗力设计值（kN）；

5.1.3 支撑架的结构重要性系数γ0，应按表5.1.3的规定取值。

表 5.1.3 支撑架结构重要性系数γ0

结构重要性系数

搭设高度(m) 荷载标准值 搭设高度(m) 荷载标准值

≤8

＜15kN/㎡

或＜20kN/m

或＜7kN

＞8

＞15kN/㎡

或＞20kN/m

或＞7kN

γ0 1.0 1.1

注：搭设高度和荷载标准值任何一项不符合结构重要性系数为1.0的条件时，γ0取值1.1。

5.1.4 当杆件变形量有控制要求时，应按正常使用极限状态验算其变形量。受弯构件的挠度

不应超过表5.1.4中规定的容许值。

表 5.1.4 塔式支架受弯构件的容许挠度

构件类别 容许挠度[v]

受弯构件 L0/150 与 10mm 取较小值

注：L0为受弯构件计算跨度。

5.1.5 塔式组合支架立杆几何长细比应不得大于150，其他杆件中的受压杆件几何长细比应

不得大于230，受拉杆件几何长细比应不得大于350。

5.1.6 塔式组合支架的立杆基础应满足承载力要求，沉降和变形应满足被支撑结构的设计、

施工、验收和使用要求。



5.1.7 当支架不考虑风荷载时，应按承受轴向荷载杆件计算；当考虑风荷载时，应按压弯杆

件计算。

5.1.8 钢材的强度设计值、截面面积等设计参数应符合附录表A.0.2、表A.0.3，支架可调底

座和可调托撑的承载力设计值应按表5.1.8采用。

表 5.1.8 可调底座和可调托撑的承载设计值

构 件 承载力设计值（kN）

可调底座
标准型(TJ-B型) 100

重型(TJ-Z型) 140

可调托撑
标准型(TJ-B型) 100

重型(TJ-Z型) 140

5.2 支架承载力计算

5.2.1 塔式组合支架计算时，应先确定搭设方案、明确计算单元和荷载传递路径，选择具有

代表性的最不利杆件作为计算单元，并绘出计算简图。计算单元选取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选取跨距、间距最大和几何形状、承力特性改变部位的单元塔架、杆件及构配件；

2 应选取架体构造变化处或薄弱处的杆件、构配件；

3 当支架上有集中荷载作用时，尚应选取集中荷载作用范围内受力最大的杆件、构配件。

5.2.2 塔式组合支架立杆的轴向力设计值应按下列公式计算：

不组合风荷载时：

（5.2.2-1）

组合风荷载时：

（5.2.2-2）

式中： ——永久荷载的分项系数，按本标准；

——可变荷载的分项系数；

N——立杆轴向力设计值（kN）；

——模板及支架自重、新浇筑混凝土自重和钢筋自重标准值产生的轴向力总

和（kN）；

——施工人员及设备荷载标准值和风荷载标准值产生的轴向力总和（kN）。

5.2.3 当支撑架通过连墙件与既有结构可靠连接时，可不计风荷载产生的立杆轴向力，但应

计风荷载产生的立杆弯矩值。



5.2.4 框架立杆计算长度应按下列公式计算，并应取其中的较大值：

（5.2.4-1）

（5.2.4-2）

式中： l0——支架立杆计算长度（m）；

a ——可调托撑支撑点至顶层水平杆中心线的距离（取 0.4m）；

h ——架体步距 (m)，取最大值；（两个标准框横杆最大步距，取 1.22m）；

h′——架体顶层步距(m)；(顶框横杆距离往下一级框架横杆最大距离，取 1.12m)；

η ——立杆计算长度修正系数，h=0.5m 或 1.0m 时，取值 1.5；h=1.5m 时，取值

1.05；

——架体顶层步距修正系数，h′=1.0m 或 1.5m 时，取值 0.9；h′=0.5m 时，取值

1.5；

——支撑架搭设高度调整系数，按表 5.2.4 采用；

——支撑架悬臂端计算长度折减系数，取值 0.6。

表 5.2.4 支撑架搭设高度调整系数

搭设高度 H（m） H≤8 8＜H≤16 16＜H≤24 H＞24

1.00 1.05 1.10 1.20

图 5.2.4 塔式组合支架横杆步距示意

5.2.5 塔式组合支架稳定性验算通过计算立杆稳定承载力进行，应按下列工况进行计算：



1 位于室内或无风环境下的支撑架，立杆稳定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5.2.5-1）

2 位于有风环境下的支撑架，立杆稳定承载力应按下式计算：

（5.2.5-2）

式中： γ0——结构重要性系数；

N——立杆的轴向力设计值，按本标准第5.2.2条计算；

MW——立杆段由风荷载设计值产生的弯矩设计值（N·mm）；

f ——钢材的抗拉、抗压和抗弯强度设计值(N/mm)按本标准附录A采用；

φ——轴心受压构件稳定系数，根据立杆长细比 ，按本标准附录B取值；

W——立杆的截面模量 (mm
3
)，按本标准附录B表取值；

A——立杆的横截面面积 (mm
2
)，按本标准附录B表取值。

5.2.6 受弯构件计算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抗弯强度应按下式计算：

（5.2.6-1）

式中：σ——弯曲正应力（N/mm
2
）

f ——钢材抗弯强度设计值（N/mm
2
）；

Ms——最大弯矩设计值（N·mm）；

Ws——构件截面模量（mm
3
）。

2 单跨受弯构件的变形验算应按下式计算：

（5.2.6-2）

式中：υ——受弯构件的计算挠度（mm）；

[v]——受弯构件容许挠度（mm）；

q ——均布线荷载标准值（N/mm）；



P ——集中荷载标准值（N）；

E ——钢材弹性模量（N/mm
2
）；

I ——构件截面惯性矩（mm
4
）；

l ——计算跨度（m）。

5.3 地基承载力计算

5.3.1 立杆底部地基承载力应满足下列公式要求：

Pk≤fa （5.3.1-1）

P k=N k/A g （5.3.1-2）

N k=N G K+N QK+N W K （5.3.1-3）

式中： Pk——相应于荷载效应标准组合时，立杆底部基础的平均压力（kPa）；

Nk——立杆传递至基础顶面的轴向力标准组合值（kN）；

Ag——可调底座底板对应的基础底面面积（mm
2
）；

fa——修正后的地基承载力特征值(kPa)，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

范》GB50007 规定确定。

5.3.2 当支撑架搭设在结构楼面上时，应对其下方的楼面结构进行承载力验算。当楼面结构

不能满足承载力要求时，应在楼面下方设置附加支撑等加固措施。

5.4 抗倾覆计算

5.4.1 当塔式组合支架高度大于8m，高宽比大于3.0，四周无拉结加固措施时应对架体抗倾

覆进行验算。

5.4.2 支撑架应按混凝土浇筑前和混凝土浇筑时两种工况进行整体抗倾覆计算，整体抗倾覆

稳定性应按下式计算：

RM ≥ oγ TM （5.4.1）

式中： RM ---设计荷载支撑架抗倾覆力矩（kN•m）；

TM ---设计荷载下支撑架抗倾覆力矩（kN•m）；

oγ ---支撑架结构重要性系数。



6 构造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塔式组合支架的布置间距应根据实际工况和荷载计算确定。

6.1.2 单元塔架宜通过连接横杆形成整体，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搭设高度不超过 5m，可不设置连接横杆；

2 当搭设高度大于 5m 且不超过 8m，支架底、顶层须设置连接横杆；

3 当搭设高度大于 8m，支架底、顶层须设置连接横杆，并每隔 2~4 个步距设一道连接横

杆。

6.1.3 当设置塔架水平连接杆时，底部初始水平连接杆离地高度不宜大于650mm。

6.1.4 单元塔架搭设高度超过8m，上层宜设置调节框用于调节步距。

6.2 连墙构造

6.2.1 塔式组合支架的高宽比不宜大于3.0，当大于3.0时应与既有结构可靠连接等抗倾覆措

施。

6.2.2 当塔式组合支架与既有结构可靠连接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连接点竖向间距不宜大于3个步距，宜与水平连接杆同层布置；

2 连接点水平间距不宜大于6m，或3个单元塔架布置间距；

3 连接点距塔式组合支架节点不宜大于300mm；

4 当遇柱时，宜采用抱箍连接；

5 结构上的水平连接杆应与其附近单元塔式支架整榀连接。

6.3 单榀塔架

6.3.1 当塔式组合支架跨度不满足单元塔架布置模数，可采用单榀塔架组合搭设，单榀塔架

应与附近单元塔式组合支架应设置水平连接钢管或连续斜撑。

6.3.2 当单榀塔式组合支架支撑超过8m，或支撑荷载超过15kN/m
2
时，应加密设置上下部纵、横向

加固杆。

6.4 可调底座、托撑



6.4.1 标准型可调托撑、底座丝杆外露长度应不宜大于300mm，丝杆插入支撑架管内的长度

应不得小于250mm；重型可调托撑、底座丝杆外露长度应不宜大于500mm，丝杆插入支撑架管内的

长度应不得小于350mm（图6.4.1）。

1- 可调托撑；2-丝杆；3-调节螺母；4-顶框；5-标准框；6-调节框；7-纵横连接钢管

图 6.4.1 可调底座、托撑伸出顶框的悬臂长度



7 施工

7.1 施工准备

7.1.1 施工前应结合工况编制支架体系专项施工方案，审批手续应齐全。

7.1.2 安装、拆除塔式组合支架前，技术负责人或方案编制人员应根据专项施工方案，对管

理和作业人员进行技术交底。

7.1.3 塔式组合支架可由非专业工种搭设，但作业人员应经过使用单位组织专项培训、考核

合格后授权上岗。

7.1.4 使用前应对进入施工现场的塔式组合支架构配件进行质量复检，验收合格后方可使

用。

7.1.5 经检验合格的构配件应按品种、规格分类，堆放整齐、平稳，构配件堆放场地应无积

水。

7.2 地基基础

7.2.1 塔式组合支架基础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基础应坚实平整，场地应有排水措施，不得有积水；

2 混凝土结构层上的立杆底部宜设置可调底座或垫板；

3 不满足承载力要求的地基土，应加固处理；

4 湿陷性黄土、膨胀土、软土地基应有防水措施。

7.2.2 塔式组合支架基础下有设备基础、管沟等构筑物时，在其使用过程中不宜开挖施工，

否则必须采取加固措施。

7.2.3 对于地基条件不好（如土基础），应铺设宽度不小于 200mm 的垫板，垫板不宜小于 2

跨，垫板顶标高宜高于自然地坪 50~100mm。

7.3 搭设和拆除

7.3.1 塔式组合支架搭设时，应根据专项方案在地基上放好基线后放置可调底座；可调底座

应调整到专项施工方案规定的高度，并确保底座不悬空。

7.3.3 在放置好底座和垫板后，应按底框、标准框、斜拉杆的顺序搭设，并应在形成稳定的

基本单元后扩展搭设成整体支撑体系。

7.3.4 塔式组合支架应分层搭设，当单元架搭设高度超过 3.0m 时，应采用临时加固措施保

证塔架的稳定性。

7.3.5 塔式组合支架与既有结构可靠连接时，应随纵横向连接杆件同时进行，不得滞后安装。



7.3.6 塔式组合支架顶部放置顶框和可调托撑，初步调整可调托撑，使标高基本符合要求。

7.3.7 搭设高度不合标准框模数时，应采用调节框进行调节，调节框宜放置于顶部最后一个

标准框之上，单元塔式组合支架放置调节框数量不应超过 2 个。

7.3.8 在平面布置不合模数的地方可使用单榀塔架作为辅助支架，其相互之间连接需符合本

标准 6.3 节要求。

7.3.9 塔式组合支架应在混凝土强度达到设计要求后方可拆除；当设计无具体要求时，同条

件养护的混凝土立方体试件抗压强度符合表 7.3.9 的规定，可拆除该构件下部的支架。

表 7.3.9 塔式组合支架拆除时的混凝土强度要求

构件类型 构件跨度（m） 达到设计混凝土强度等级值的百分率（%）

板

≤2 ≥50

＞2，≤8 ≥75

＞8 ≥100

梁、拱、壳
≤8 ≥75

＞8 ≥100

悬臂构件 ≥100

7.3.10 塔式组合支架拆除应按经审批后的专项施工方案施工。拆除前应全面检查支架的构造

措施是否满足要求，清理架体上的杂物和地面上的障碍物，并对参与拆除施工人员进行交底。

7.3.11 塔式组合支架拆除作业，必须按“先装后拆、后装先拆”的顺序逐层拆除，严禁上

下（层）同时作业；连墙件必须随支架逐层拆除，严禁先将连墙件整层或数层拆除后再拆支架；

纵横向连接钢管必须随支架逐层拆除，严禁先将纵横向连接钢管全部拆除后再拆支架。

7.3.12 拆除作业卸料时，各构配件严禁抛掷至地面；运至地面的构配件需按品种、规格分别

存放，并及时检查、整修与保养。

7.4 单元塔架拼装、吊运

7.4.1 当塔式组合支架采用单元塔架拼装、吊运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单元塔架整体搬运时，可在地面水平拼装或竖向拼装，拼装完毕后可整体移动。

2 主框架的连接点应用立杆连接销扣固定，主框架上的锁扣应保持一致向上，确保水平

向的交叉拉杆落在两片主框架上；

3 塔式支撑架支撑高度不超过 10m 时，可采用吊装设备或叉车等水平移动机械进行架体

整体移动；塔式支撑架支撑高度在 10m 以上时，宜采用吊装设备。



7.5 使用与维护

7.5.1 塔式组合支架使用期间，严禁擅自拆改架体结构杆件或在架体上增设其他构件，如需

拆改架体结构杆件或增设其他构件必须申报相关责任人员，确定防控措施后方可实施。

7.5.2 支撑架受荷过程中，应按对称、分层、分级的原则进行，不应集中堆载、卸载；并且

应控制施工荷载，不得超过设计值。

7.5.3 支撑架作业区域内应整洁、物料堆放整齐有序，通道应畅通。

7.5.4 在使用过程中，支架出现异常情况和突发事态时，应立即全部或局部停止使用，启动

应急处理预案，在处理完毕并确保安全后，方可恢复使用。



8 检查与验收

8.1 构配件检查

8.1.1 进场构配件的检查和验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新出厂产品应有产品质量合格证、型式检验报告；

2 应提供塔式组合支架构件主要技术参数及产品使用说明书；

3 构配件外观及制作质量验收应符合本标准 3.3 节的规定。

8.1.2 当对塔式组合支架构件质量有疑问时，应进行质量抽检和整架试验。

8.2 支撑架检查与验收

8.2.1 当塔式组合支架首次使用时，宜进行堆载试验，以验证塔式支撑架的承载力和稳定性。

8.2.2 塔式组合支架及其地基应在下列阶段或情况下进行检查与验收：

1 地基处理完成后和支撑架开始搭设前；

2 脚手架在达到设计高度后和开始浇筑混凝土之前；

3 脚手架承受全部设计荷载后；

4 遇 6 级以上大风、暴雨及冻结地区解冻后；

5 在停用超过 1 个月后，恢复搭设或使用前。

8.2.3 塔式组合支架在搭设和使用过程中，应重点检查和验收下列内容：

1 基础应符合设计要求，并应平整坚实；

2 立杆与基础间应无松动、悬空现象，底座、支垫应符合规定；

3 支撑架整体三维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搭设方法及构造措施等应符合本标准规定；

4 施工荷载满足方案设计要求，不应超载；

5 可调底座、托撑螺杆伸出长度应符合本标准规定。

8.2.4 当塔式支架需堆在预压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编制支架堆载预压专项施工方案，并组织安全技术交底；

2 预压荷载布置应模拟结构物实际荷载分布情况进行分级、对称预压，预压监测及加载

分级应符合现 行行业标准《钢管满堂支架预压技术规程》JGJ/T 194 的有关规定。

8.2.5 塔式组合支架验收后应形成记录，检查记录表应按本标准附录 D 执行。

8.2.6 拆除作业前，应检查架体各部位的连接构造、加固措施设置，明确拆除顺序和作业方

法，并对拆除作业场地及周边环境进行检查。



8.3 检验分类

8.3.1 塔式组合支架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出厂检验为生产厂在每批产品出厂前

进行的产品质量控制性检验；型式检验为对产品全面性能控制的检验，在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

行型式检验：

1 新产品或老产品转厂生产的试制定型时；

2 正式生产时，连续生产每 3 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3 正常生产的产品，如结构、材料、工艺、设备等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性能时；

4 产品长期停产 1 年以上，恢复生产时；

5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8.3.2 塔式组合支架的出厂检验应符合表 8.3.2 规定。

表 8.3.2 出厂检验项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要求

1 构件尺寸 量具 3.3.1、3.3.4

2 杆件焊缝 目测、量具 3.3.2

3 构件锌层厚度 量具 3.3.3

4 外观质量 目测 3.3.5

8.3.3 型式检验除包含出厂检验项目之外，还应对塔式组合支架单元架承载力、构件焊缝强

度进行检验，其性能应满足本标准 3.1.2 要求。

8.4 组批和抽样

8.4.1 出厂检验时，每批构配件产品的数量是指同一种产品，同一批原材料，用同一种工艺

一次投料生产的数量。每个检查组批应大于 280 件，并不应超过 10000 件。当批量大于 10000 件

时，检查组批应抽取批量总数的 5‰～10‰。

8.4.2 型式检验时，按 GB/T 2828.1 中规定的二次正常检验抽样方案进行，见表 8.4.2。

表 8.4.2 二次正常检验抽样方案

检验

项目

特殊

检验

水平

AQL
批量

范围
样本

样本

大小
Ac Re

外观质量

尺寸

焊缝强度

可调底座

托撑抗压强度

单元塔架极限承载力

S-4 10

281～500
第一

第二

8

8

1

4

3

5

501～1200
第一

第二

13

13

2

6

5

7

1201～

10000

第一

第二

20

20

3

9

6

10



检验

项目

特殊

检验

水平

AQL
批量

范围
样本

样本

大小
Ac Re

注：AQL——接受质量限；Ac——接收数；Re——据收数。

8.4.3 检验样本应在出厂成品的批中采用随机抽样。大批量连续生产时，出厂检验可按月取

样进行。构件尺寸量测、焊缝质量和外观质量目测检查抽取数量不应少于月生产量的 5%。

8.4.4 经检验不予验收的产品，允许生产单位返修后再提交验收，重新抽样检验的产品只允

许返修 1 次。



9 安全管理

9.0.1 塔式组合支架的方案编制，应根据工程结构特点、作业环境等考虑安全技术措施。搭

设前应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施工中应严格按施工方案的安全技术要求执行。

9.0.2 塔式组合支架的作业人员必须经专业技术培训，考核合格后授权后上岗，作业期间正

确佩戴安全帽、系挂安全带等安全防护用品。

9.0.3 塔式组合支架首次使用时宜进行产品组装和堆载试验，以验证产品加工质量及承载力

性能。

9.0.4 高支模作业区域，应设置隔离警示标志，不得上下交叉作业，并应派专人在安全区域

内监测塔架的工作状态。

9.0.5 作用在塔式组合支架上的有效载荷不应超过设计值，支架荷载应对称、分级施加，避

免集中堆载、卸载。

9.0.6 当有六级及以上大风、浓雾、雨雪天气时应停止塔式组合支架的搭设与拆除作业，雨、

雪后上架作业应有防滑措施，并应扫除积雪。

9.0.7 塔式组合支架在使用期间，不得擅自拆改架体结构或在架体上增设其他设施。

9.0.8 不得在塔式组合支架基础影响范围内进行挖掘作业。

9.0.9 在塔式组合支架上进行电气焊作业时，应有防火措施和专人监护。

9.0.10 支撑架体与架空输电线路保持安全距离，野外空旷地区搭设应按《施工现场临时用

电安全技术规范》JGJ46 的有关规定设置防雷措施。

9.0.11 架体门洞、过车通道，应设置明显警示标识。

9.0.12 支架搭设工作区域应整洁卫生，物料堆放整齐有序，保持通道畅通。



10 附录

附录 A 塔式组合支架材料参数

(资料性附录)

表 A.0.1 塔式组合支架材料参数表

序号 构件名称 规格尺寸(m) 实物图

1
底框

(长×宽)

0.6×0.6

0.6×1.2

1.0×1.0

1.2×1.2

1.5×1.5

2
顶框

(长×宽)

0.6×0.6

0.6×1.2

1.0×1.0

1.2×1.2

1.5×1.5

3
标准框

(宽×高)

0.6×1.0

1.0×1.0

1.2×1.0

1.2×1.5

1.5×1.5

4
调节框

（宽×高）

0.6×0.3

1.0×0.3

1.2×0.3(0.5)

1.5×0.3(0.5)

5
标准框斜拉杆

（宽×高）

0.6×1.0

1.0×1.0

1.2×1.0

1.2×1.5

1.5×1.5

6
调节框斜拉杆

（宽×高）

0.6×0.3

1.0×0.3

1.2×0.3(0.5)

1.5×0.3(0.5)

7 连接横杆
D=48.3mm

长度：0.6、0.9、1.2、1.5



序号 构件名称 规格尺寸(m) 实物图

8 立杆连接销扣 D=10mm

9 可调底座

底板：150×150mm

丝杆长：L=600mm(标准型)、

1050m(重型)

丝杆直径：φ=38mm(标准型)、

φ=48mm(重型)

10 可调托撑

托板：200×230mm(标准型)、

310×230mm(重型)

丝杆长：L=600mm(标准型)、

1050m(重型)

丝杆直径：φ=38mm(标准型)、

φ=48mm(重型)



表 A.0.2-1 塔式组合支架截面几何特性（标准型）

项目 材质
外径

φ(mm)

壁厚

t(mm)

截面积

A(mm
2
)

截面惯性矩

I(cm
4
)

截面模量

W(mm
3
)

回转半径

i(mm)

立杆 Q355 48.3 3.2 453 11.586 4795 16

横杆 Q235 48.3 2.0 291 7.81 3232 16

斜杆 Q235 33.7 2.0 199 2.512 1490 12.4

套管 20# 60.3 3.5 625 25.282 8381 20

斜杆拉 Q235 33.7 2.0 291 7.81 1490 12.4

表 A.0.2-2 塔式组合支架截面几何特性（重型）

项目 材质
外径

φ(mm)

壁厚

t(mm)

截面积

A(mm
2
)

截面惯性矩

I(cm
4
)

截面模量

W(mm
3
)

回转半径

i(mm)

立杆 Q355 60.3 3.2 574 23.468 7780 16

横杆 Q235 48.3 2.0 291 7.81 3232 16

斜杆 Q235 33.7 2.0 199 2.512 1490 12.4

套管 45# 70 3.5 731 40.532 11575 20

斜杆拉 Q235 33.7 2.0 291 2.512 1490 12.4

表 A.0.3 塔式组合支架构件焊缝的强度设计值 （单位：N/mm
2
）

母材牌号状态

对接焊缝 角焊缝

抗拉 抗压 抗剪 抗拉、抗压和抗剪

Q235 215 185 125 160

Q355 310 265 180 200



附录 B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B.0.1 对于平坦或稍有起伏的地形，风压高度变化系数应根据地面粗糙度类别按表 B.0.1 确定。地

面粗糙度可分为 A、B、C、D 四类：

— A类指近海海面和海岛、海岸、湖岸及沙漠地区；

— B类指田野、乡村、丛林、丘陵以及房屋比较稀疏的乡镇和城市郊区；

— C类指有密集建筑群的城市市区；

— D类指有密集建筑群且房屋较高的城市市区。

表 B.0.1 风压高度变化系数



附录 C 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C.0.1 Q235 钢管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应按表 C.0.1 取值

C.0.1 Q235 钢管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C.0.2 Q355 钢管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应按表 C.0.2 取值

C.0.2 Q355 钢管轴心受压构件的稳定系数



附录 D 塔式组合支架施工验收记录表

检查项目 技术要求
允许偏差

（mm）

实测值

（mm）
检查方法

地基基础

垫板 不晃动 / --- 观察

底座 不沉降 / --- 观察

塔式组合支

架布置

纵横向间距 与方案一致 ±50 卷尺

塔式组合支架

斜杆布置
与方案一致 / --- 观察

调节框设置 与方案一致 / --- 观察

塔式组合支

架垂直度
最大搭设高度 ≤L/500 且≯50mm ±5 吊坠

纵横向

加固杆

底层加固杆的高度 ≤550mm ±5 卷尺

顶层悬臂长度 ≤500mm ±5 卷尺

剪刀撑布置 布置跨度、间距 与方案一致 ±50 卷尺

连墙件设置 连墙件 与方案一致 ±50 卷尺

可调托撑
伸出顶框的悬臂长

度
≤300mm / 卷尺

可调底座 外露可调节长度 ≤250mm / 卷尺

其他

施工单位

检查结论
日 期

监理单位

验收结论
日 期



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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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说明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塔式支撑

架领域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内外先进标准、施工案例，开展了材料和架体试验、数值模

拟分析等多项专题研究，并以多种方式广泛征求了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对主要问题进行了

反复讨论、协调，最终确定各项技术参数和要求。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款规定，编制组按章、

节、条顺序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款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

进行了说明。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

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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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2 本标准适用于工程建设中塔式支撑架的设计、施工、验收和管理，主要用于核电厂、工业

厂房、市政路桥、大型商业结构的模板支撑架、钢结构安装承重胎架。

1.0.3 塔式组合支架的设计、施工、验收和管理除了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

关强制性标准的规定。本标准在充分吸纳借鉴其他相关标准有关规定的基础上，对其他标准未涉及或不

合理之处进行了补充、调整或修正，因此不强调与其他推荐性标准的协调性。



2 术语和符号

2.1 术 语

2.1.1 本条给出了塔式组合支撑架的定义，一般单元塔架由标准框、调节框、斜拉杆、底框和顶框

等构件组成，常见的塔架组合型式如图2.1.1所示。

1--可调底座 2--底框 3--标准框 4—标准框斜拉杆 5--调节框 6--顶框

7--调节框斜拉杆 8--可调托撑

图 2.1.1 塔式组合支架示意图



3 构配件

3.1 规格及性能

3.1.1 根据立杆外径大小可分为标准型(TJ-B型)和重型(TJ-Z型)，其中标准型的立杆钢管外径为Φ

48.3mm，重型的立杆钢管外径为Φ60.3mm，并给出资料性附录。附录A.0.1为常用塔式组合支架构件规

格参数表，附录A.0.2给出塔架杆件的截面几何特性。

3.1.2~3.1.3 明确标准型和重型的极限承载力设计值，塔式组合支撑架的架体结构力学性能试验方

法应按《建筑施工脚手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 51210 中附录A.2要求执行。

3.2 构配件材质

3.2.1~3.2.5 明确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构配件要有质量证明或产品合格证，并明确了主要构配件的

材质要求。

3.3 制作质量

3.3.2 为满足塔式组合支撑架极限承载力要求，规定焊缝均为满焊，确保连接节点牢固，防止节点

局部破坏导致支架承载力降低。

3.3.3 考虑支架体系使用环境及周转率，推荐采用热浸镀锌防腐处理。

3.3.4 可调底座、托撑的规定系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施工脚手架通用规范》GB 55023 的有关规定

给出。经调研，调节丝杆与调节螺母旋合长度应不小于5扣，调节螺母厚度应不小于30mm。

3.3.5 本条给出塔式组合支架的外观质量要求，主要构配件规格、厂家应有清晰标识。



4 荷 载

4.1 荷载分类

4.1.1~4.1.2 本节参考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将作用在脚手架的荷载划分为永

久荷载和可变荷载，并规定了永久荷载和可变荷载的计算取值范围。

4.2 荷载标准值

4.2.1 本条规定了支撑架永久荷载标准值的取值标准。

4.2.2~4.2.3 本条规定了支架施工荷载标准值的取值标准。

4.2.4 本条规定的作用于支撑架上的水平风荷载标准值计算公式是参照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

范》GB50009- 2012制定的:基本风压值是根据重现期为10年确定的。

4.2.5 本条规定风荷载体型系数从按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架类取。

4.3 荷载效应组合

4.3.1~4.3.2 当脚手架稳定按立杆稳定性验算形式进行计算时，需分别按考虑风荷载影响以及不考

虑风荷载影响两种情况进行计算；支撑架抗倾覆整体稳定性验算考虑的荷载包括永久荷载以及脚手架水

平荷载。

4.4 荷载分项系数

本条明确了塔式组合支架设计计算荷载分项系数的取值。荷载分项系数按《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

一标准》GB 50068第8.2.9条的规定为永久荷载1.3和可变荷载1.5。



5 设计计算

5.1 一般规定

5.1.1 本条规定了一般情况下的脚手架设计计算内容，在架体设计时，还应考虑施工现场与架体相

关的结构、构造、环境等因素对脚手架的影响进行具体分析。当水平杆不受力时，可不进行承载力验算。

5.1.2~5.1.3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的承载能力极限状态计算方式，与国家标准《建筑施工脚手

架安全技术统一标准》GB 51210协调统一，引人安全等级和结构重要性系数的概念。

5.1.4 本条给出的容许挠度是根据国家标准《冷弯薄壁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0018的规定确定的。

5.1.5 杆件的长细比可以分为几何长细比和计算长细比，前者以构件的几何长度为准，后者以构件

的计算长度为准。几何长细比不在承载能力范畴之内，一般要求计算长细比都不超过几何长细比，有时

会遇到很大困难。

5.1.8 脚手架可调底座和可调托撑的承载力设计值是根据行业标准《承插型盘扣式钢管支架构件》

JG/T 503 的有关规定确定的。

5.2 支架载力计算

5.2.1~5.3.3 失稳坍塌破坏是支撑架的主要破坏形式，考虑到支撑架的设计计算一般由施工现场工

程技术人员进行，因此采用单立杆稳定性验算的形式来验算支撑脚手架的整体稳定性。塔式组合支撑架

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半刚性空间框架钢结构，单元框架之间是介于“铰接”与“刚接”之间的一种连接形

式。采用塔式组合支撑架作为支撑架一般要保证支架立杆为轴心受压杆件。

5.2.5 当出现支撑架体水平杆承受荷载的工况时，承受荷载能力通过强度及挠度校核确定。

5.3 地基承载力结算

5.3.1 本条中公式是根据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的有关规定确定的。塔式组

合支撑架是一种临时性结构，故本条只规定对立杆进行地基承载力计算，不必进行地基变形验算。地基

承载力标准值可以按照地质勘察报告建议值进行验算。当地质勘察报告未提供该值时，也可由载荷试验

或其他原位测试、公式计算并结合工程实践经验等方法综合确定

5.3.2 当脚手架搭设在混凝土楼面上时，为了保证支撑层混凝土楼面的安全，应按照国家标准《混

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50010的有关规定进行验算。

5.4 抗倾覆计算

5.3.4 计算倾覆力矩时，作用在架顶的水平力指考虑施工中的混凝土浇筑时泵管振动等因素产生的

水平荷载，并且以线荷载的形式作用在架体顶部水平方向上，其荷载标准值应按照本标准第4.2.3条取

值;计算抗倾覆力矩时，作用在架体的竖向荷载包括架体自重以及钢筋混凝土自重。



6 构造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使用时应根据已经通过荷载计算的方案进行搭设。

6.1.2~6.1.5 本条规定单元塔不同高度使用连接横杆的设置规定。

6.2 连墙构造

6.2.1 本条规定了脚手架整体稳定性的适宜高宽比。

6.2.2、6.2.3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与既有结构可靠连接时的规定。

6.3 单榀塔架

6.3.1~6.3.2 本条规定了在狭窄空间或不满足单元塔塔布置时，使用水平连接钢管或连续斜撑进行

搭设，应按照JGJ 130《建筑施工扣件式钢管脚手架安全技术规范》进行作业。

6.4 可调底座、顶撑

6.2.4 本条规定了丝杆外露长度为纵横向连接的最顶层水平杆中心至可调拖撑顶板面的距离。



7 施 工

7.1 施工准备

7.1.1 本条规定了脚手架应本着搭拆安全、实用、经济的原则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同时必要的管理

程序可减少方案中存在的技术缺陷。

7.1.2~7.1.3 本条规定是为了保证脚手架搭设的质量，明确脚手架可由非专业工种搭设，但操作人

员应经技术培训，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后方可上岗。

7.1.4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安装前应按第3.3章节规定对架体构配件、零配件进行检查验收的

要求。

7.2 地基基础

7.2.1~7.2.2 为了防止基础不均匀沉降，本条提出了操作方案。

7.3 安装与拆除

7.3.1~7.3.8 明确了支撑架的搭设位置应按施工方案搭设，并明确了具体的操作流程。

7.3.9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拆除时时间，明确了拆除作业时的相关安全规定，根据现行国家标

准《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4第4.3.1条的相关规定，必须严格执行。

7.3.10 本条根据塔式组合支架拆除作业的特点和安全风险，明确了拆除作业时的相关安全规定，

必须严格执行。

7.3.11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拆除作业原则是自上而下、先装后拆、后装先拆。

7.4 单榀塔架拼装、吊运

7.4.1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除了可以人工由下至上传递构件搭设，也可以单元塔架卧式拼装，

再转运至工作区域。明确吊装时的注意事项。

7.5 使用与维护

7.5.1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使用期间不允许随意拆除架体结构杆件，避免架体因随意拆除杆件

导致承载力不足;确需临时拆除的，应履行审批手续，并实施相应的安全措施。

7.5.2-7.5.4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使用过程的注意事项，支架出现异常情况和突发事态时，应立

即全部或局部停止使用，启动应急处理预案，在处理完毕并确保安全后，方可恢复使用。



8 检查与验收

8.1 构配件检查

8.1.1 本条规定了对进场构配件的检查和验收的规定。

8.2 支撑架检查与验收

8.2.2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及其地基检查与验收要求。

8.2.3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搭设和使用过程中重点检查和验收的项目点，应形成记录，检查记

录表应按本标准附录D执行。

8.2.4 本条明确了预压荷载分布应与结构实际荷载分布一致的原则，避免因局部超压给脚手架施工

带来安全风险。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钢管满堂支架预压技术规程》JGJ/T 194的有关规定

8.3 验收分类

8.3.1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明确了需作型式检验的情况。

8.3.2 本条规定了出厂检验的项目。

8.4 组批和抽样

8.4.1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出厂检验的抽检比例、

8.4.2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型式检验时，按GB/T 2828.1中规定执行。

8.4.3 本条规定了大批量连续生产时，应对成本随机抽样，明确检验的抽检比例。



9 安全管理

9.0.2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使用过程中对作业人员的要求；

9.0.3 本条规定了支架首次使用的要求，如支撑体结构较重，建议选取单元塔架进行堆载试验，以

验证产品构件加工精度和性能要求。

9.0.7~9.0.10 本条规定了支架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包括架体在使用过程中不得私自拆改，如

要改动必须履行审批手续，并有相应的安全保证措施。以及其他如动火作业、输电线路等作业环境风险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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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构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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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构配件材质
	3.3　制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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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荷载标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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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本条规定的作用于支撑架上的水平风荷载标准值计算公式是参照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4.2.5 本条规定风荷载体型系数从按国家标准《建筑结构荷载规范》GB 50009 架类取。

	4.3　荷载效应组合
	4.4　荷载分项系数
	本条明确了塔式组合支架设计计算荷载分项系数的取值。荷载分项系数按《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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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支架载力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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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地基承载力结算
	5.3.1 本条中公式是根据国家标准《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GB50007的有关规定确定的。塔式组合
	5.3.2 当脚手架搭设在混凝土楼面上时，为了保证支撑层混凝土楼面的安全，应按照国家标准《混凝土结构

	5.4　抗倾覆计算
	5.3.4 计算倾覆力矩时，作用在架顶的水平力指考虑施工中的混凝土浇筑时泵管振动等因素产生的水平荷载


	6　构造要求
	6.1　一般规定
	6.1.1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使用时应根据已经通过荷载计算的方案进行搭设。
	6.1.2~6.1.5 本条规定单元塔不同高度使用连接横杆的设置规定。

	6.2　连墙构造
	6.2.1 本条规定了脚手架整体稳定性的适宜高宽比。
	6.2.2、6.2.3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与既有结构可靠连接时的规定。

	6.3　单榀塔架
	6.3.1~6.3.2 本条规定了在狭窄空间或不满足单元塔塔布置时，使用水平连接钢管或连续斜撑进行搭

	6.4　可调底座、顶撑
	6.2.4 本条规定了丝杆外露长度为纵横向连接的最顶层水平杆中心至可调拖撑顶板面的距离。


	7　施 工
	7.1　施工准备
	7.1.1 本条规定了脚手架应本着搭拆安全、实用、经济的原则编制专项施工方案，同时必要的管理程序可减
	7.1.2~7.1.3 本条规定是为了保证脚手架搭设的质量，明确脚手架可由非专业工种搭设，但操作人员
	7.1.4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安装前应按第3.3章节规定对架体构配件、零配件进行检查验收的要求。

	7.2　地基基础
	7.2.1~7.2.2 为了防止基础不均匀沉降，本条提出了操作方案。

	7.3　安装与拆除
	7.3.1~7.3.8 明确了支撑架的搭设位置应按施工方案搭设，并明确了具体的操作流程。
	7.3.9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拆除时时间，明确了拆除作业时的相关安全规定，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混凝
	7.3.10 本条根据塔式组合支架拆除作业的特点和安全风险，明确了拆除作业时的相关安全规定，必须严格
	7.3.11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拆除作业原则是自上而下、先装后拆、后装先拆。

	7.4　单榀塔架拼装、吊运
	7.4.1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除了可以人工由下至上传递构件搭设，也可以单元塔架卧式拼装，再转运至

	7.5　使用与维护
	7.5.1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使用期间不允许随意拆除架体结构杆件，避免架体因随意拆除杆件导致承载
	7.5.2-7.5.4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使用过程的注意事项，支架出现异常情况和突发事态时，应立即


	8　检查与验收
	8.1　构配件检查
	8.1.1 本条规定了对进场构配件的检查和验收的规定。

	8.2　支撑架检查与验收
	8.2.2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及其地基检查与验收要求。
	8.2.3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搭设和使用过程中重点检查和验收的项目点，应形成记录，检查记录表应按
	8.2.4 本条明确了预压荷载分布应与结构实际荷载分布一致的原则，避免因局部超压给脚手架施工带来安全

	8.3　验收分类
	8.3.1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的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明确了需作型式检验的情况。
	8.3.2 本条规定了出厂检验的项目。

	8.4　组批和抽样
	8.4.1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出厂检验的抽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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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安全管理
	9.0.2 本条规定了塔式组合支架使用过程中对作业人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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